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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摘 要 】本文对 《儒林外史 》讽刺势利 的四大类方法进行 了论述
。

言语乖缪是让笔下人物开 口说 出荒谬虚假
、

不合情理

的话
,

使读者发笑 言行抵梧是客观展示人物语言和行为的矛盾
,

让事实说话 对比反衬是通过多层面的对比来展示势利之使

人颠倒
,

有前后对比
、

正反对比
、

同异对比等 谑语反语是用戏谑之言和反话来进行讽刺调侃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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鲁迅在 《中国小说史略 》中说
“

追吴敬梓 《儒林 墨
,

毫不吝音
,

尤其注重言语中细节的展示
。

其艺术

外史 》出
,

乃秉持公心
,

指挞时弊
,

机锋所向
,

尤在士 效果也是十分突出的
,

诚如论者所言
“

事则家常习

林 其文又戚而能谐
,

婉而多讽 于是说部中乃始有 见
,

语则应对常谈
,

口吻须眉惟妙惟肖
” 「珊硼

、 “

摹绘世

足称讽刺之书
。 ” 「

讽刺既是吴敬梓对世俗人情所 故人情
,

真如铸鼎象物
,

镐魅蛆烟
,

毕现尺幅
, ,

即
。

持的基本态度
,

也是贯穿 《儒林外史 》一书重要的写 《儒林外史 》开篇第一回从王冕的见闻中写到

作方法
。

了三个势利的读书人
,

其中一胖子说危老先生新买

闲斋老人说 《儒林外史 》
“

以功名富贵为一篇之 了住宅
, “

前月初十搬家
,

太尊
、

县父母
,

都亲 自到门

骨
” 「珊

,

也是深得其中三昧之言
。

功名富贵颠倒了 来贺
。

留着吃酒到二
、

三更天
。

街上的人那一个不

众生
,

《儒林外史 》所讽刺批判的人物
,

凡官吏
、

儒 敬
” ①又说他的亲家也是危老先生门生

,

要托亲家

生
、

名士
、

山人
、

僧道
、

市井细 民
,

无一不好追名逐 写一封书信好去晋渴危老先生
, “

他若肯下乡回拜
,

利
、

攀权附贵
,

以此形形色色的追逐和攀附描写贯 也免得这些乡户人家放了驴和猪在你我 田里吃粮

穿了全书
,

作者充分调动其讽刺才能
,

创造了不少 食
。 ”

一瘦子说
“

危老先生要算一个学者了
。 ”

又一

讽刺的方法
,

显示了很高的艺术成就
。

胡子说
“

听见前 日出京时
,

皇上亲 自送出城外
,

携

本文试图以文本中对势利的描写为研究对象
,

着手走了十几步
,

危老先生再三打躬辞了
,

方才上

总结 《儒林外史 》的讽刺方法
,

也即论 《儒林外史 》讽 轿回去
。

看这光景
,

莫不是就要做官
”

—全是些

刺势利的写作方法
。

无中生有
、

不着边际
、

无知又无耻的话
,

倒也算得明

总体而言
,

《儒林外史 》的讽刺诉诸于读者的品 白
,

借当官的势可让一般的平民百姓敬畏害怕
,

可

读接受
,

作者对所要讽刺的人物和事件往往不作直 在乡里横行
。 “

不知姓名之三人是全部书中诸人之

接的议论或评判
,

而是尽量采取貌似客观的态度
,

影子
,

其所谈论又是全部书中言辞之程式
。 ” 「珊 ,

此三

运用有节制的叙述笔调
,

让人物展示其言行
,

为 自 人所代表的当 日大部分世俗中人既无独立的人格

己画像
。

也就是闲斋老人所说的
“

直书其事
,

不加 和尊严
,

也没有道德操守
,

趋炎附势
,

欺软怕硬
,

俗

断语
,

其是非自见
” 「珊

,

鲁迅所说的
“

无一贬词
,

而情 不可耐
,

作者借他们 自己的 口吻自暴其荒唐可笑
,

伪毕露
” 「 。

具体而言
,

《儒林外史 》讽刺势利的方 由此不动声色地勾勒出他们势利的嘴脸
,

达到讽刺

法
,

经本人分析归纳
,

大体有如下几种 的 目的
。

一
、

言语乖缪 此种方法在整部 《儒林外史 》中多次出现
。

言为心声
,

语言是心理的直接现实
。

《儒林外 范进中举后
,

胡屠户向滕和尚的吹嘘
“

自从亲

史 》最常用的讽刺势利的方法是让笔下人物开 口说 家母不幸去世
,

合城乡绅那一个不到他家来 就是

话
,

通过其言语 中所展示的情节或细节的荒谬错 我主顾张老爷
、

周老爷在那里司宾
,

大长 日子
,

坐着

误
、

不合情理
,

让稍具理性判断能力的读者觉其虚 无聊
,

只拉着我说闲话
,

陪着吃酒吃饭… …
”

假
,

从而否定其人品
,

嘲笑其人格
。

严贡生想赖掉一路上的船费
,

故意制造机会让

众所周知
,

《儒林外史 》的叙事语言是非常简省 掌舵的偷吃了他的几片云片糕
,

佯怒道
“

我 因素日

的
,

有如绘画中的白描
,

但人物语言却往往大量泼 有个晕病
,

费了几百两银子合了这一料药
,

是省里

收稿日期 一 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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张老爷在上党做官带了来的人参
,

周老爷在四川做

官带了来的黄连 … …
”

匡超人向牛布衣和冯琢庵吹嘘
“

不瞒二位先

生说
,

此五省读书的人
,

家家隆重的是小弟
,

都在书

案上
,

香火蜡烛
,

供着
`

先儒匡子之神位
' 。 ”

牛布衣

指出
“

先儒
”

是已经去世的儒者的称呼
,

匡超人红了

脸
,

但仍强辩
“

先儒
”

是先生的意思
。

牛浦郎向子午宫道士吹嘘
“

我一向在安东县

董老爷衙门里
,

那董老爷好不好客 记得我一初到

他那里时候
,

才送了帖子进去
,

他就连忙叫两个差

人出来请我 的轿 … …董老爷已是开了宅门
,

自己迎

了出来
,

同我手搀着手
,

走了进去
,

留我住了二十多

天
。

我要辞他回来
,

他送我十七两四钱五分细丝银

子
,

送我 出到大堂上
,

看着我骑上 了驴
,

口里说道
`

你此去若是得意
,

就罢了 若不得意
,

再来寻我
。 ” ,

来宾楼妓女聘娘问陈木南
“

四老爷
,

你既同国

公府里是亲戚
,

你几时才做官
”

势利人物之所以说出惹人发笑的话
,

大部分是

由于吹牛扯谎
、

凭空捏造
,

如胡屠户
、

严贡生
、

匡超

人
、

牛浦
,

也有的是出于无知
,

如婚娘
。

这两类情形

都与其人品低下
、

思想庸俗直接相关
。

作者惯用冷

幽默
,

绝不直接道破内情
,

偏让笔下人物以一本正

经
、

煞有介事的 口吻说出
,

听者也常信以为真
,

只令

洞若观火的读者看足了笑话
,

在笑中消解掉他们的

价值
。

难怪有论者说吴敬梓
“

善谑
,

未免有丧忠厚
”

「〕 ,

又说
“

是书则先生嬉笑怒骂之文也
” 「〕 。 。

二
、

言行矛盾

虽然儒家道德一贯倡导言行如一
,

但在实际操

作中
,

言与行从来就可以割裂开来
。

《论语
·

公冶长 》

载
“

子曰
`

始吾于人也
,

听其言而信其行 今吾于

人也
,

听其言而观其行
。 ” , 「洲 言下之意

,

言与行虽然

发之于同一人
,

但却并不一定相合
。

《儒林外史 》讽
刺势利人物

,

常采用客观展示人物言语和行为矛盾

抵梧的方法
,

让事实说话
,

事实胜于雄辩
。

作者写严贡生
,

非常典型地运用了言行矛盾的

讽刺方法
。

严贡生对范进和张敬斋说
“

实不相瞒
,

小弟只是一个为人率真
,

在乡里之间
,

从不晓得占

人寸丝半粟的便宜
,

所以历来的父母官都蒙相爱
。 ”

话音刚落
,

小厮来报
“

早上关的那 口猪
,

那人来讨

了
,

在家里吵哩
。 ”

严贡生向范进和张静斋吹嘘 汤

知县到任时
,

在几十个迎接的人中只看他一人 次

日到衙门渴见
,

汤知县请他吃 了两遍茶 后来又如

何对他的二小儿青眼有加
。

可是不久之后
,

严贡生

遇到二件 自知理亏的官司
,

赶紧逃到他乡
,

直到他

的兄弟严监生把问题解决了才 回来
。

由此读者可

以推知汤知县与他根本不相与
。

言行矛盾的讽刺

之法大抵如此
,

简单而有效
。

人物的言与行既然可 以矛盾
、

抵梧
,

作者就能

够利用巧合
,

让人物的谎言被迎面撞着
,

当面拆

穿
。

此类情节充满了戏剧性
,

很有看头
,

仍可归因

于作者的促狭
、 “

善谑
” 、 “

嬉笑怒骂
” 。

如第二回中
,

在县衙当差的夏总 甲在一群乡亲

面前摆谱
“

俺如今倒不如你们务农的快活 了 想

这新年大节
,

老爷衙门里
,

三班六房
,

那一位不送帖

子来
,

我怎好不去贺节 每 日骑着这个驴
,

上县下

乡
,

跑得昏头晕脑
。 ”

又吹嘘说当天 的酒是西班黄老

爹请的
,

被亲家申祥甫当面揭穿后
,

强辩道
“

你又

不知道了
。

今 日的酒
,

是快班李老爹请
,

李老爹家

房子偏窄
,

所以把席摆在黄老爹家大厅上
。 ”

—事

情已被揭穿
,

谎言无处遁形
,

此人不但不羞惭
,

反另

有理由
。

想想这话中的滑稽
,

就足以让人发笑
。

第九回
,

湖州宰相府里娄三
、

娄四公子夜间行

船
,

却遇到一只打着相府招牌
、

借娄三公子名头运

租米的船仗势行凶
。

被撞破了身份
,

那群人只好承

认是湖州做过守府的刘老爷借相府的官衔在河路

上运米
。

作者安排这一情节
,

本身就讽刺意味十

足
,

由此可见一个
“

势
”

字具有多大的威力 小官尚

且要借大官的势
,

整个社会风气可想而知
。

第四十六
、

七回
,

五河县的姚五爷在虞华轩家

吃了中饭
,

却对唐二棒椎说是在方老六家吃的饭
,

后来三人会面了
,

虞华轩在言谈中提到那 日中饭的

事
,

姚五爷的谎言被唐二棒椎当面揭穿
。

更可笑的

是
,

成老爹扯谎说方老六某 日将请他吃中饭
,

虞华

轩打听得无此事
,

故意假冒方老六来请吃饭
,

一步

步诱使成老爹信以为真
。

等到那天中午成老爹饿

着肚子从方老六家 回来
,

还故意让他看 自家吃酒

席
,

可谓促狭极了
,

然如此戏弄势利人实在大快人

心

三
、

对 比反衬

对比作为一种基本原则和常用方法
,

历来为写

作者所重视
。

俗话说
“

一贵一贱
,

交情乃见 一冷一

热
,

乃见世情
” ,

写人情势利
,

对比反衬是最有效的

方法之一
。

如 《战国策
·

苏秦始将连横说秦章脚
。一

写苏秦的落魄与发迹
,

其父母妻嫂前后态度的鲜明

对 比
,

就是非常典型的例子
。

《儒林外史 》善于通过

多层面的对比反衬来展示势利之使人颠倒
,

可谓是

运用这一方法的集大成者
。

首先是前后对比
。

当日周进在汉上县薛家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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坐馆时
,

新进学的梅玖对他百般羞辱
,

等到周进做

了国子监司业
,

梅玖却来把他认作老师
,

前后行为

的鲜明对比
,

使梅玖势利的丑态不言自明
。

范进中

举之前与之后
,

丈人胡屠户言行态度的变化
,

也是

非常典型的前后对比
。

另外
,

写匡超人
,

也多处用

到了前后对比
。

匡超人对提拔他的知县李本瑛
,

起

初是仰仗和 引以为荣
,

一旦听说对方出事
,

怕受牵

连
,

赶紧逃之夭夭
。

几年后
,

对方升迁了再来邀约
,

又积极依附
。

屡受潘三的恩惠
,

因之谋生甚至成

家
,

一旦潘三受难
,

非但不思报答
,

反而落井下石
,

把 自己撇得一干二净
。

其次是正反对 比
。

形形色色的势利人物充斥

着 《儒林外史 》一书
,

作者因其中毒深浅而加以不同

程度的讽刺鞭挞
。

作为理想的正面伸张
,

作者也写

了几位不慕荣利的真儒
,

如主祭泰伯祠的虞育德
、

庄绍光
、

迟衡山
、

杜少卿
,

其中杜少卿
、

庄绍光因不

愿做官而辞去征辟
。

在小说末尾
,

作者又写了四位

市井中的君子 季遐年
、

王太
、

盖宽
、

荆元
,

他们 自食

其力
,

人格独立
,

绝不趋炎附势
。

由此
,

反势利人物

与势利人物形成正反对比和抗衡
。

另外
,

作者对群

体性的势利深恶痛绝
,

塑造出五河县这一势利之

乡
,

当地人
“

非方不亲
,

非彭不友
” 、 “

非方不心
,

非彭

不 口
” ,

只因姓方的人家开典当行盐
,

姓彭的人家中

了几个进士
,

就中唯有余有达
、

余有重
、

虞华轩几个

正人君子
, “

不讲这些隔壁帐的势利
” 。

作者在正反

人物形象的对比描写之中
,

寄托着惩恶扬善的鲜明

态度
。

再次是同异对比
。

黄小田认为 《儒林外史 》
“

篇

法仿 《水浒传 》
” 「珊渊

,

是有见地之言
。

金圣叹在 《读

第五才子书法 》中指出 《水浒传 》的文法有
“

正犯法
”

和
“

略犯法
” 「珊

,

是说小说塑造人物或情节的同中见

异
、

犯中见避
。

这从根本上讲是一种同异对比的写

作方法
。

《儒林外史 》在写有关势利的人物情节时也

多采用同异对比的方法
。

如周进
、

范进两人 的身

世
、

经历大体相同
,

但其个性和具体遭遇各不相同

周
、

范二人身边各有一些势利之人
,

如夏总甲
、

申祥

甫
、

梅玖
、

王惠
、

观音庵和尚
、

胡屠户
、

张静斋等
,

其

身份
、

地位
、

行事各不相同
,

但势利的心性别无二

致
。

同是出身贫寒
、

追名逐利
、

攀权附贵
、

停妻娶

妻
,

匡超人
、

牛浦郎也可对比来看
,

但匡超人是从诚

朴赤子一步步堕落为流痞无赖
、

官场投机者的
,

牛

浦郎一出场就是冒名顶替的无赖小儿
,

后来也大略

如是
。

又如杨执中与权勿用
,

景兰江与赵雪斋
,

娄

三
、

娄四公子与胡三公子
,

鲁编修父女与王玉辉父

女等人
,

虽具体情状有异
,

总不离名利二字
,

也可对

比来看
。

四
、

谑语反语

庄周
“

以天下为沉浊
,

不可与庄语
” 「 渊

,

故多用

寓言故事来说理
。

吴敬梓知道正面的道德说教难

以取得理想的效果
,

于是弃
“

庄语
”

和
“

正语
” ,

多采

用
“

谑语
”

和
“

反语
” 。

谑语
,

就是戏谑之言
,

幽默的俏皮话
。

作者对所

要讽刺的对象
“

不以庄语责之
,

而以谑语诛之
, , 「珊

,

其

讽刺的旨意普遍施之于语言运用
,

既包括叙述语

言
,

也包括人物语言等
。

如王太太对媒婆沈大脚说
“

那孙乡绅家三间

大敞厅
,

点了百十枝大蜡烛
,

摆着糖斗
、

糖仙
,

吃一

看二眼观三的席
,

戏子细吹细打
,

把我迎了进去
。

孙家老太太
,

戴着凤冠
,

穿着霞被
,

把我奉在上席正

中间
,

脸朝下坐了
。

我头上戴着黄豆大珍珠的拖

挂
,

把脸都遮满了
,

一边一个
'

头拿手替我分开了
,

才露出嘴来吃他的蜜饯茶 … …
”

王太太之于孙乡绅

家的富贵排场
,

只攀到了一些细枝末节的皮毛
,

而

她 自己的嘴脸却完全被自己丑化了
。

细想
“

露出嘴

来吃蜜饯茶
”

的滑稽
,

不得不佩服作者如何想得出
,

写得出
。

又如作者批判五河县
, “

五河的风俗
,

说起那人

有品行
,

他就歪着嘴笑 说起前几十年的世家大族
,

他就鼻子里笑 说起那个人会做诗赋古文
,

他就眉

毛都会笑
。

问五河县有甚么山川风景
,

是有个彭乡

绅 问五河县有甚么 出产希奇之物
,

是有个彭乡绅

问五河县那个有品望
,

是奉承彭乡绅 问那个有德

行
,

是奉承彭乡绅 问那个有才情
,

是专会奉承彭乡

绅
。 ”

一大段铺排描写
,

如疾风骤雨骏马奔腾
,

重复

手法的运用
,

只为强调五河县人的庸俗和势利
。

作

者充分展示了诙谐的讽刺才能
,

让人一读就忍俊不
叁

习 寸

仍是五河县
,

在送方老太太人祠祭典之后的尊

经阁宴席间
,

方老六与一卖花牙婆指点说笑
,

牙婆
“

一手扶着栏杆
,

一手拉开裤腰捉虱子
,

捉着
,

一个

一个往嘴里送
” 。

滑稽的行为点缀着庄肃的场合
,

不伦不类
,

啼笑皆非
,

反讽效果突出
。

此情此景竟

是作者心造出来的罢
,

大脚牙婆姓权
,

捉虱子
,

一个

一个往嘴里送
,

此等情节大有深意
, “

虱子
”

可为天

下势利人的隐喻
“

反语
,

就是说反话
,

或反话正说
,

或正话反

说
。 ” 口似 反语符合

“

说者 口头的意思和心里的意思

完全相反
” 「甲 , , “

不止语意相反
,

而且含有嘲弄讥刺

等意思
” 「甲 , 。

吴敬梓善用反语来表达自己的愤慨
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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嫉恶如仇
。

严监生的妻弟王德
、

王仁
,

都是凛膳生员
,

王氏

病重
,

严监生想要扶正妾赵氏
,

拿银子来贿赂王家

兄弟
,

本来
“

把脸本丧着
,

不则一声
”

的王家兄弟立

马变了声 口
,

极力鼓吹立妾的事
,

王德道
“

你不知

道
,

你这一位如夫人关系你家三代
。

舍妹段了
,

你

若另娶一人
,

磨害死了我 的外甥
,

老伯老伯母在天

不安
,

就是先父母也不安了
。 ”

王仁拍着桌子道
“

我

们念书的人全在纲常上做工夫
,

就是做文章
,

代孔

子说话
,

也不过是这个理
。

你若不依
,

我们就不上

门了
”

二王甚至提议要在妹子临终之前大事操办

立赵的典礼
。

王德
、

王仁 口 口声声维护纲常礼教
,

其实为了银子
,

不仅妹子可 以卖掉
,

连 自己的灵魂

都可 以卖掉
。

作者借他们 自己 口是心非的反语
,

至

为辛辣地讽刺了他们的势利和贪鄙
。

匡超人已有妻室却谎说没有
,

李本瑛要把外甥

女嫁给他
,

匡超人起初犹豫
,

但转念一想
, “

戏文上

说的蔡状元招赘牛相府
,

传为佳话
,

这有何妨
”

当

即应允
。

无论是在民间南戏 《赵贞女蔡二郎 》中
,

还

是在高明 《琵琶记 》中
,

蔡伯嘈辞亲应试
、

亲死不葬
、

停妻娶妻
,

本是道德反面人物
,

但在匡超人势利的心

眼中
,

竟成了正面教材
。

作者所批判否定的价值观

偏让人物以肯定赞许的口吻说出
,

其是非曲直全靠

读者的辨别
。 “

佳话
, '

二字似褒实贬
,

反讽意味深长
。

五河县余
、

虞两姓的一百多个读书人
,

丢下本

家叔祖母
、

伯母
、

叔母人祠之事不管
,

却恭敬的尾随

在送方老太太人祠的队伍中
。

作者写道
“

那余虞

两家到底是诗礼人家
,

也还厚道
,

走到祠前
,

看见本

家的亭子在那里
,

竟有七八位走过来作一个揖
,

便

大家簇拥着方老太太的亭子进祠去 了
。 ” “

诗礼人

家
” 、 “

厚道
”

之语
,

是作者的反话
,

暗蓄沉痛和悲愤
。

总之
,

吴敬梓作 《儒林外史 》
,

以其深广的悲愤
、

诙谐的妙笔
,

辛辣地讽刺了其所深恶痛绝的势利之

徒
,

其讽刺的方法大有规律可循
,

体现了吴敬梓对

此前讽刺之法的继承
、

开拓和发展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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